
秋日里的东辽河、西辽河、新开河，犹如三条玉带镶嵌

在双辽大地上，舒展开一幅水质良好、河流畅通、岸线优美

的生态画卷。

如何推动长治久清，成为双辽河湖长制工作一道重要

考题。

近年来，双辽市不断探索河湖管护新模式，各级河湖

长引领全民参与护水，形成常态化的问题发现、协调、处置

工作机制，不断激发河湖治理新活力，推动水环境获得明

显改善。

（一）

庆祥村外，一河秀水，两岸花香。一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标牌遥挂山间，分外醒目。

民间河长靖建友正带着一列护河队伍巡河。今年入夏

以来，他们每天都会在东辽河岸边巡查，用眼睛看，用鼻子

嗅，用本子记。

庆祥村段的东辽河，水面宽阔，水流湍急。岸上的蒲

草，将东辽河与两岸的庄稼紧紧裹挟，随风起伏，绿浪翻滚，

格外壮观。

拨开齐腰深的草丛，沿着河岸亦步亦趋，他们用自制的

打捞工具不断探寻隐藏在水草下的杂物，静静打量着河面

的每一处角落。阳光洒下，水岸之间，苇荡中行走的民间河

长们排成纵列，他们倾心守护辽河的瞬间，织成了一处把脉

江河的剪影。

靖建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叮嘱队伍向前：“后面

的跟上，注意岸边和脚下，枯草和树棍也得捞上来。”

“以前河面垃圾多，一到夏天，有的地方河水飘出一股

腥臭味儿，老远都能闻到。现在河水变干净了，你看，这一

脉清水，都能看见河底的砂石，鱼翔浅底，轻松舒畅。”靖建

友高兴地说。河湖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双辽市河长制办公

室积极探索全民护河新思路，建立了“河长+河长助手+民间

河长+保洁员”的河长制工作体系。双辽市各级党政领导担

任河长，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担任河长助手，环

保志愿者及社会热心民众担任“民间河长”。双辽市全民治

水新模式畅通了群众参与治水渠道，织牢织密了河湖管护

网格，实现了对城乡河流的“无缝覆盖”管理。

双辽市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加强河湖

管护，目前，双辽市对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以

独立河流为单位分级分段，在河长制办公室的主导下，各级

河长引领，民间河长包片，引领全民护水，推动河湖长制工

作全覆盖，使河湖管护工作真正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

打造群众满意幸福河。几年前，梁佳慧主动请缨，担当

民间河长。梁佳慧是一名教师，工作之余，巡河护河成了她

的第二主业。在她的熏陶感染下，同事们也陆续加入到民

间河长队伍中。对他们而言，这是爱护家乡河湖的实际举

措，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榜样力量，他们要用实际行

动，守护碧水清波，引导孩子们争当小河长，为保护河湖蓄

积力量。

目前，在双辽市的重要河段、湖泊和自然泡塘都多了几

名管家——“民间河湖长”。在不同的河段，他们发挥着巡

河、护堤作用，他们深入村屯，向群众发放河湖长制工作手

册，用实际行动宣传着保护河湖的重要意义；他们引导村民

将垃圾分类，定时、集中倾倒，他们已经成为河湖长制工作

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保护好东辽河，梁佳慧踏遍了域内东辽河的每一

处堤坝、河岸，她和越来越多的民间河长扛起“河道管家”的

使命，年年岁岁，风雨穿行，用赤诚之心回应江河。

（二）

民间河长用行动见证了家乡河湖的巨变：河流生态

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潺潺流水，鱼儿游曳，水鸟喳鸣；奔流

不息的东辽河，碧波涌动的西辽河，清澈见底的新开河，

条条碧水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为区域经济带来勃

勃生机。

野鸭朝戏水，暮送白鹭飞。茶余饭后，人们漫步在江河

湖畔，穿行绿水长廊之间，徜徉在长河风光里，这里的湾湾

碧水悄然扮靓城市乡村，为这片黑土地孕育出新希望，成为

群众心中的幸福河。

“这段儿，水质清澈……你看，特别清亮。”“这河是大家

的，每个人都应该争当民间河长，把巡河护河放在心中”“以

前河面上垃圾多，现在水清岸绿，景色特别美。”

双辽市水利局局长王建表示，双辽市已形成了比较成

熟的“民间河长”管理和工作模式。“民间河长”已覆盖企业、

社区、机关、学校、家庭等各个领域。几年来，“民间河长”在

全市的河湖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目前，“民间河长”工作已在全市顺利开展，使“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有了必要的补充和更可靠的保证。“民间河

长”自行处理各类问题100余个，推动全市河湖环境发生明

显改变。

湾湾碧水绘新图
——双辽市织牢织密河湖管护网格纪事

王黎明 本报记者 任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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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佳亮 记者任胜章）
今年，前郭县以项目为抓手，积极争

取资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村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点，让村

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今年夏天，前郭县查干湖镇重

子井村的崭新环境让部分返乡村民

倍感惊讶，他们发现：村子里的路更

好了，路灯更亮了，排水沟更干净

了。大家纷纷感叹，村屯一天比一

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丽了。

前郭县在长山镇、乌兰塔拉乡

等 6个乡镇开展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通过建设排水沟、围墙、硬化工

程、路灯配套及提升工程等，推动县

域乡村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保护，绿

色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生态资源质

量获得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据了解，前郭县2021年创建27

个省级示范村；去年在省级27个示

范村基础上又打造23个县级示范

村，今年打造73个示范村。通过3

年打造，目前已经形成了长山镇四

克基村乡村治理、查干湖镇西索恩

图村旅游带动、图那嘎村党支部领

办创办合作社等示范样板村，初步

形成北部成片，南部连线，西部布点

的空间格局。

村子变美了，道路整洁了，长效

管护便成了村里环境稳步向好的关

键。前郭县通过“积分超市”解决这

一难题。2021年，前郭县在全县27

个千村示范创建村中选择6个村作为首批试点，经过半

年探索运行，进一步制定完善了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灵

活设置积分评价分值，推出积分荣誉榜公示制度。去年，

前郭县投入资金90万元用于积分超市，推动全县积分超

市发展到74个，成为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同

时，制作千村示范创建专题片和工作手册，利用“农村大

喇叭”循环播放“致村民一封信”，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印

制宣传海报等多种有效措施，开展“干净人家”评选，让村

民积极参与到示范创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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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亮亮是个“80后”的四平市梨树县北夏家村的返乡

创业大学生，大家都称呼他“西兰花种植大王”。他带领村

民发展特色农业，走上增收致富的快车道，向农业现代化

大步迈进。

邵亮亮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上班，毕业就进公司当上了

白领。当他回到家里，看到村民日子依然不富裕，村子依

然贫穷，这让他十分感慨。怎么能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的生

活？一直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结。那几年，各地土地集

约化管理、机械化种植逐渐走上农村舞台。

邵亮亮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毅然返乡，来到父亲经营的

小型合作社担任理事长。“本身咱是农村孩子，学的还是农

业，回家创业搞合作社是我的理想。现在所做的也是学以

致用了，更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邵亮亮如是说。

经过调研，邵亮亮认为父亲原来的经营模式有些跟不

上市场行情，传统的玉米种植无法让乡亲们真正赚到钱。

于是，他将目光瞄准了特色农业。梨树地区肥沃的黑土地

资源，适宜的自然气候条件，肥力均衡菌群合理的土壤环

境，更适合种植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西兰花，而且可以实

现一年两茬。

从2016年开始，邵亮亮带领合作社社员尝试种植西兰

花，通过这几年努力逐步发展成集栽培种植、初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西兰花产业。目前，聚丰合作社生产的西兰花已

经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建设了冷库和车间用于贮藏、加

工西兰花。

种植方向确定了、市场稳固了，剩下的就是研究如何

让乡亲们摆脱贫困了。邵亮亮作为北夏家村致富带头人，

始终带领全体社员为本村脱贫工作努力着，通过带地入

社、二次分红、吸纳再就业等多种方式使得北夏家村23户

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返乡创业这几年，邵亮亮充分发挥大学时和工作中积

累的知识、经验等独特优势，与吉林省农科院吉农绿色有

限公司合作，订单种植甜玉米、西兰花、甜豆等；与吉林省

壮亿种业有限公司合作高粱制种、大豆制种等项目；与多

个种业公司合作玉米品种试验种植项目。通过托管、流

转、带地入社的方式，规模化经营，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

种植多种经济作物。

为了让更多的乡亲们富裕起来，邵亮亮苦心谋划，他

说：“西兰花种植、高粱制种，还有这些特色项目都属于劳

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人工，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劳动机

会。”正是如此，合作社经营中的用工量从2018年的1.5万

人次，增加到2022年的2万多人次。

返乡创业 带富乡亲
——记梨树县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亮亮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辽源市公安局东吉分局寿山警

务室以“警地融合”为契机，以“矛盾不出村、平安不出事”

为目标，充分发挥“一村一警一连”“村网格员”“村治保

会”等群防群治力量作用，积极参与村屯矛盾纠纷调处工

作。逐步探索推出“四季”矛盾纠纷排查法，以“梳篦子”

的形式开展四季排查，以“唠家常”的方式摸排隐性纠纷，

以“磨破嘴”的执着进行纠纷调处，以“跑断腿”的行动触

动感情底线，以“握拳头”的力量攻克纠纷难点的新招法，

利用春夏秋冬“四季”将复杂的基层矛盾分解开来，以时

间为轴，精准切入，既符合乡村实际，又体现乡村特色。

今年6月以来，寿山警务室已经成功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120余起，化解率98.3%，同比上升了17.2%，有效从

源头防范和遏制矛盾纠纷激化升级，有力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

“警地融合”化解村屯矛盾

打造秋收“平安路”

本报讯（韩文广 记者任胜章）9月11日开始，洮南市

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开展打造农村秋收“平安路”行动，将

警力延伸到农村秋收生产最前沿，开展路面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标牌，以农用运输车、摩托车、

三轮车、拖拉机、外来稻谷收割机为重点车辆，加强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的巡逻管控。其间，民警通过严守进村、

出村道路关口，严防面包车超员、摩托车和拖拉机违法载

人、人货混装等违法车辆上路行驶，及时通报辖区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的典型事故案例，提升警示教育作用，全力确

保秋收期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助力生态农业发展

本报讯（郑天宇 张婷）今年以来，国网松原供电公司

开展“风光吉地 电亮松原”共产党员服务队专项行动，持

续为松原市绿色发展注入电网动力。

该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走进乡村、社区、校

区、园区、景区，宣讲绿色用电、生活节能知识，现场解答

客户用电问题。扎实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前往前郭县哈拉毛都乡梨园开展“进园服务”，助

力伯都乡“蟠桃节”现场安全用电，出动共产党员服务队

保电人员36人次，了解用电需求，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报

装手续，稳步提升地区乡村产业、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

他们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查干湖景区，对景区

内用电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大力推进电采暖、电气化厨

房、农家乐光伏发电等电气化应用，助力查干湖生态小镇

打造成为原生态、零排放的生态旅游特色小镇。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日，德惠市郭家镇吉惠

葡萄产业园被认定为长春市级农业现代产业园。

近年来，郭家镇积极打造吉惠葡萄农业现代产业

园，努力培树品牌，壮大园区规模，提升葡萄品质，

全镇葡萄总种植面积已发展至114公顷，年创产

值约2600多万元，已成为郭家镇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据了解，为将葡萄产业做大做强，郭家镇积极

引导葡萄种植户发展新技术，培育新品种，扶持农

户大力发展棚膜葡萄。同时，指导农户创新销售

方法，通过线上订购、线下采摘相结合的销售模

式，助推葡萄种植户的收入持续增加。

郭家镇还因地制宜重点培育葡萄产业观光休

闲区，初步形成德农公路东岗村至向阳村沿线的

“葡萄经济”走廊，进一步探索集种植、存储、深加

工、采摘休闲于一体，具有郭家镇特色的葡萄产业

发展模式和区域公用品牌，将葡萄产业打造成为

产业特色鲜明、市场知名度高、带富能力强的支柱

产业。同时，引导葡萄种植户走合作发展道路，实

行“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管理”的经营模式，

将葡萄产业与生态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促进“葡萄+文旅”融合发展，切实发挥长春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镇域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

德惠郭家镇：葡萄成为支柱产业
本报讯（王伟华 记者冯超）连日

来，为加强河道管护，提升河道生态

环境质量，扎实推进河长制长效治理

工作，建设美丽乡村，集安市清河镇

以河长制为抓手，深入开展河道“四

乱”整治行动，确保辖区内河道环境

持续改善，牢牢守住河道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

整治过程中，清河镇工作人员通过

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横幅等形式，积

极引导广大群众关注、支持、参与河道

管理保护，增强群众自觉参与河道生态

环境保护的意识。镇村两级河长对所

辖流域及时开展巡河行动，建立“河长

下河巡河治河”长效机制。由村级河长

组织带领村组干部、护林员、保洁员，采

取过筛子、补漏子、清底子方式，全面排

查村域内生态环境问题，重点对河道河

岸、沟渠两侧的废弃物、堆积物、河面漂

浮物、沿河排污口进行清理整治，切实

做到排查全覆盖、整改无盲区。截至目

前，全镇15个村先后组织发动党员群

众70余人次，调用大型机械10台次，整

治河道垃圾20.2吨。

扎实开展河道排查整治

近日，国网扶余市供电公司员工深入洪水受灾村
屯开展复电用户用电检查“回头看”专项行动，对农户
房屋内外线路、开关和部分家用电器进行检查，帮助
修理设备、更换导线，为农户“排隐患、解难题”，保障
受灾农户安全可靠用电。 闵光宇 摄

河长制实施以来，东辽河两岸水清岸绿景美，正迸发出无穷活力。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